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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戏曲志丛书

阜新市戏曲志
辽宁戏曲志丛书编委会主编
阜新市戏曲志编辑部编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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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新蒙古刹靴鞋(部舒)



二吊劓商清明雨￥一第四场v

舞美设计图
英洪志设计

+评剧A梅香书^第一场v

舞美设计图
金民设计

’{尿剧_￡佛顶珠v^第一场u

舞美设计图
李光展设计

J}阜新蒙古尉^参姑娘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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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



本卷编垂会名单

主编 宋春平

副主编 刘静(常务)

编委(姓氏笔划为序)

王宝库，张和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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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评剧《江蛆》赵素

饰江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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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 十京剧《孔雀东南飞》张和元饰

焦母陈静秋饰刘兰芝

凳麓罔
+评剧《摆箭会》王桂云

饰柴郡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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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刘彩珠在京剧^天女散花v中的表演

+包颖、张桂荣在阜新蒙古副

^挑儿v中奔马表演

，筱香玉在评剧^盘丝滑v中

耍盘表演



序

薛若琳

9月初，接到《中国戏曲志·辽宁卷》副主编任光伟同志

的来信，嘱我为辽宁戏由志各市誊写序．手捧拳札，思绪万

千． 、

俗话说： 。盛世修志，乱世筑城。．。意思是说国家处于和

平稳定时期，注重文亿建设，战乱之际则忙于修筑城墙，防御

进攻．现在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叉初级阶段，生产力还比较落

后，商品经济也不够发达，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．但是，我们

基本上摆脱了。左”的思想的干扰和影响，对于历史上和现实

中的一些问题，能够从比较实际的、客观的角度着眼；对于古

今的是非功过和党的失误，也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，

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政治局面．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，1983年

文化部会同国家民委、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发起了《中国戏

由志》大型文献丛书的编纂工作．随后，这部丛书被列入。六

五”跨。七五”计戈IJ期间的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。

辽宁卷的编撰是从1983年底筹备，1984年春正式开始的．

省卷编委会和编辑部为了培养全省戏曲理论队伍，广泛地搜

集戏曲文物和资料，编写一部旷世的戏曲文献丛书，在省文化

厅盼颁导和支持下，决定缟写各市卷戏曲志．一方面，省巷缡

辑部自己也在搜集资料，运用以往的研究成果，着手酝酿省卷

提纲和编写工作；一方面，发动各市编撰，以各市卷为基础，



将其重要内容和资料纳入省卷。辽宁卷的编纂工作是双轨进行

的。 ，

记得1983年底，接到王君扬，任光伟同志的邀请。我和中

国戏曲志编委会副主编余从同志就阜新蒙古刷的剧种界定阿

题，前往阜新市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，与省，市、县有关部f1

的领导和专家进行观摩讨论，最后确认阜新蒙古剧是建国后形

成的新的剧种。随后，我们向文化部．国家民委和中国剧协报告

此事。那几天在阜新，大家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和欢乐之中，饮蒙

古族美酒，吃蒙古族馅饼，感到格外香甜，与会者为中华民族戏

曲百花园地又增添一朵鲜花，庆贺自豪，为少数民族戏曲艺苑叉

多了一个剧种而欢欣鼓舞。自那以后，辽宁戏曲志在省文化厅的

领导下，在省民委和剧协辽宁分会的支持下，艰苦而紧张地工作

着，召开了沈阳会议、大连会议、营口会议，我都参加了。辽

宁差不多每年举行一次全省性会议，目的是检阅队伍，训练队

伍、提高队伍。就我所知，辽宁的戏曲理论研究人才，过去寥

寥无几，现在全省形成了近200人的普查，编写队伍，这是很

可喜的事情。通过编撰戏曲志，全省有很多新的发现，例如辽

阳明代翻修的戏楼，海城康熙年问有关秧歌的记载，朝阳康熙

年问的题壁，记述了“晋腔”的演出活动，北镇在乾隆帝东巡

时修筑的戏亭以及从热河行宫档案材料中发现的朝阳、阜新康

熙年闻山药红班演出的情况。此外，丹东大孤山的题壁，记载

同、光年问梆子剧团的演出，锦州碑记所述雍正时二人转的事

迹等等，都是异常珍贵的资料和重要的发现。以前，写辽宁戏

曲史限于资料，只能写到万历年问，属明代后期，现在，可以

有把握地写到明成化，弘治年间的明代中期了。随着戏曲志工

作的深入和研究的拓展，我相信辽宁的戏曲史还可能提前．总

之，辽宁省在五六年的编纂工作中，填补了很多空白，取得了

很多突破，加强了戏曲队伍建设、理论建设和资料建设。去

年，中国戏曲志总蝙辑部在兴城市对辽宁卷进行初审，我也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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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了，并且和主编、省文化厅副厅长刘效炎同志同住海滨，我

们在一个房问里促膝交谈，深感辽宁卷的成果来之不易。中国

戏曲志总编辑部认为，数十万字的辽宁卷书稿“初战告捷”，

与会者无不欢欣振奋，省豢取得的成就，与各市誊的辛勤劳动

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，没有各市卷做基础，省卷的“大坝”

是很难“合拢”的。多年来，各市卷在市委，市政府．市委宣

传部和市文化局的领导与关怀下，抽调了很多人力，拨给专

款，使这项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，体现了政府修志的传统。辽

宁各市卷戏曲志的完成，标志着全省的戏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

的阶段，对总结戏曲规律，吸取改革经验，提供了历史的传承

和今天的借鉴，都将起到推动作用。并且对研完全省的历史

学，社会学，区域学，民俗学、宗教学、美学等等，都有很高

的参考价值。
‘

多年来，我一直从事全国戏曲志的组织工作，对辽宁的情

况比较了解，全省这支编撰队伍非常勤奋和辛苦，可以说是

。甘苦自知”。为了查阅建国前的报纸和档案材料，无数同志

四处奔波，克服很多困难。有的同志已过花甲之年，出外采访

乘火车买不到卧铺票就情愿坐硬座；有的同志下乡走访老艺

人，带两个馒头，不要任何补助就出发了。他们为了结束戏曲

自形成以来800年问无“志”的历史，为了深入地研究本省的

戏曲规律和特点．总结戏曲兴衰的经验，进一步繁荣戏曲事

业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大工程上

面，把自己的心思才力．都毫不保留地奉献给这部文献丛书。

有的同志离退了，有的同志病倒了，有的同志故去了⋯⋯。

《辽宁戏曲志》丛书各市卷的出版，表现了全省戏曲工作

者和研究者的拚搏精神与牺牲精神．我们记述历史和现实的风

貌，历史和现实必将记述我们的业绩．

是为序。
’

· 1988年9月25日子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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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《辽宁戏曲志》丛书，是我省。六五’跨“七五。的

’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之一。

二，本丛书是采用方志体裁的专业志书。以1982年底我省

市一级行政区划之方域立卷，记一方戏曲的历史与现状。

‘三，本丛书举凡入志的事，人，艺，均严格遵循实事求是

的原则，通过记述体现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，其功能在于有和J

于我省戏曲的推陈出新和戏曲科研的建设与发展。

四，本丛书只记已成之事。其上限依据本地域戏曲活动昀

．实际情况而定，下限一律止于1982年底。

五，本丛书之文体以朴实扼要的记述为特色，寓是非褒贬

于记事之中，不重论说和描写。

六、本丛书体例．分为综述、图表，志略、传记四大类。

志略内又分尉种、剧目、音乐．表演、舞台美术，机构，演出

场所，演出习俗、文物古迹、报刊专著、轶闻传说，谚语口诀

及其他等部类。

七、为保证志书质量，本丛书组成省、市两级编纂机构，

省编委会由中国戏蓝志·辽宁卷编委会，市戏曲志编辑部及春

风文艺出版社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，负责全丛书的初、终审任

务。市一级仍设主编、副主编负责本市戏曲志的编纂任务。

本丛书内容及编排如有琉漏及不当之处，请指正．

《辽宁戏曲恚》丛书编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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